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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们国家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土地管理事业也随之兴旺

发达起来。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志编修工作方兴未艾。正是在这种形

势下，<肇东市土地志>透着黑土地的芳香付梓问世了!
。

<肇东市土地志>的编纂工作，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详今略古、详主略次、

详异略同、详此略彼的原则，力求完整、准确、系统、科学地展示肇东土地管理事

业的历史和现实。 ．

<肇东市土地志>，其内容十分丰富，上溯至商、周时代，下伸到建国之后，重

点记载了清朝末期、中华民国时期、东北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后直至

1996年肇东境域的土地资源、土地开发、土地制度、土地管理等方面的历史全

貌；其体例堪称严谨，横分纵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其资料有稽可考，翔实

可靠。这是一部记载肇东土地史实的百科全书。

<肇东市土地志>将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在资政方面，它将为本市土地开发、

利用和管理提供借鉴；在教化方面，可唤起全社会对土地问题的关注，树立珍惜

土地、节约土地的良好风尚；在存史方面，能为后代积累和保留大量珍贵的土地

历史资料。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肇东市土地志>可以为肇东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土地管

理工作开辟一条新的渠道。它郑重其事地告诉人们：肇东人口在增加，建设用地

量在增大，人均耕地仍呈递减趋势，耕地后备资源寥寥无几，土地供求形势相当

严峻。人们将从中认识到，加强土地管理刻不容缓，从而理解和支持土地管理工

作。

<肇东市土地志>的编纂，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它的成书i得到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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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肇东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省土地局史志办、绥化地区土地志编纂

领导小组、肇东市志办公室的精心指导，得到了肇东市档案局、财政局、林业局等

有关局的密切配合，做过土地管理工作的老同志给予热情关怀，众多知情人也慷

慨相助。值此成书之际，谨对为<肇东市土地志>做过贡献的所有单位及各界人

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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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当代方志学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进行编纂，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肇东市土地的历史和现状，上限尽量追溯至有史可稽之初，下

限至1996年年底。本着贯通古今、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肇东土地情况。
‘

三、本志以记述为主，采用述、记、录、图、表等形式，以事分类，按篇、章、节编

排，横排纵述，纵横结合，努力反映肇东土地之全貌。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省、市档案部门的档案和市土地管理局档案；建国前

的肇东旧志书，建国后的<肇东县志>；<盛京通志>、<辽阳图志>、<龙沙纪略>、<黑

龙江纪略>、<黑龙江志稿>及部分史书、杂志、报刊之有关资料；当事者和知情者

的口碑材料。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使用规范简化汉字。

六、本志对重要史料的原文引用，注明出处。

七、本志数字的使用，遵行1987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o度量衡单位原则采用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

定。某些历史资料的计量、旧币未作折算。

八、本志记述中涉及较多的名称，在各章首次出现时用全称，而后采用约定

俗成的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简称为<土地管理法>。

九、某些有存史、备查价值的文件原文收入附录，以补正文之不足。

十、所记土地、耕地面积，一般为当时统计面积。1985年至1987年土地利用

现状调查的面积，主要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中记述。

十一、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但在解放前各时期，于括号内注明朝代年号。

十二、1937年(伪康德四年)12月3日前，文中县城为昌五镇，之后，均为肇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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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镇，不另作注。

十三、1986年9月8日，撤肇东县，建肇东市，行文中于建市前称肇东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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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东市地处松嫩平原，位于省城哈尔滨、油城大庆之间。全市土地总面积为

3 905平方公里，人口831 888人。肇东地势西北略高，东南稍低，属平原地带，局

部地区亦稍有起伏o．肇东境内为寒温带气候。春季多风，少雨，干旱；夏季酷热，

多雨，湿润；秋季天气凉爽，易发生早霜；冬季寒冷，少雪，干燥。年平均气温为摄

氏4．8度左右，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摄氏22度左右，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摄氏

零下20度左右。全年无霜期为140天左右o 1980年以来，年平均日照2 789d、

时，年平均降水470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 520毫米。境内土质好，黑土、黑钙土、

水稻土、草甸土、泛滥土占土地总面积的90％以上，亦有少量的风沙土、沼泽土、

盐渍土，绝大部分土地宜农、宜林、宜牧、宜渔。在水资源上，松花江堪称首位；地

上水径流量为2．08亿立方米，地下水动蓄量为3．27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

为713立方米。境内牧草资源亦较丰富，所产羊草，草质绝佳，素有牧草中细粮

之称，既可青饲，又可干储，闻名遐迩，远销国外。境内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石油和

天然气，榆树林油田已进行了全面开采。境内野生动物主要有野兔、田鼠、黄鼠

狼、艾虎、獾子、狼、狍子等。近年来狼和狍子仅在四方山军马场、宣化乡一带偶

尔可见。野禽主要有麻雀、喜鹊、大雁、乌鸦、燕子、野鸡、猫头鹰、布谷鸟等。鱼

类有鲫、鲤、鲢等十多种。植物种类繁多，其中农作物主要有玉米、水稻、高粱、谷

子、糜子、小麦、养麦、大豆、小豆、芸豆、甜菜、葵花等，还有薯类、瓜果蔬菜等。优

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肇东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o
●

，-一 ．

肇东地域，历史悠久。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先人就已经在这里从事

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生产活动。由于受社会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在漫长的历史

时期内，土地开发利用极为缓慢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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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是肇东境内土地开发的重要时期，特别是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

年)，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周冕出放肇东境地的铁路两旁荒段29万余垧，始有

关内大量汉族农民来此垦荒耕种，从而唤醒了沉睡多年的肥沃土地。1906年4

月(清光绪三十二年三月)，清政府出放郭尔罗斯后旗西起嫩江、东至阿拉伯勒

(今阿拉布勒)以东10公里沿江一带荒段，因此，肇东境内西八里、四站。、涝洲、五

里明、黎明、合居沿江一带的土地也得到了开发。由于两次放荒招垦，使肇东人

口大量增加，1911年(清宣统二年)肇东境域人口达七万左右，形成了许多村屯

聚落，也形成了一些重要集镇，如昌五、甜草岗(今肇东镇)等。清朝末年和中华

民国时期，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对肇东土地资源进行了疯狂的侵占，实行了掠夺

式的开发，使土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抗日战争胜利后，肇东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视田如宝，爱田

如命，精耕细作，舍得对土地投入，对充分利用土地、保护土地起到了一定作用。

50年代至70年代，进行了土壤改良，大搞水利建设，兴修灌排工程，打机电井，

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从过去单一的农业开发用地变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能源、生

活、服务等综合开发用地，土地利用的价值越来越大。但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也

时有发生，一些村屯搬迁、城乡居民改善居住条件，各项建设用地增多，使不少农

田被占用，耕地面积相应减少。清朝末年，奄有“三肇”之地的郭尔罗斯后旗人口

不满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1914年(民国三年)，肇东境域人口

为131 631人，耕地300万亩，人均耕地22．8亩，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1．9人；

1949年人I：1为298 131人，耕地为3 116 172亩，人均耕地10．45亩，人口密度为

每平方公里69人；1996年人口达831 888人，耕地3 022 455亩，人均耕地3．6亩，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3人。人地反差越来越大。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令人

十分担忧。1980年以后，肇东县委、县政府曾多次强调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民建

房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1985年6月至1987年12月，市政府组织开展土地利用

现状调查。查清了全市的各乡(镇)、村土地使用权属界、各种地类面积和位置。

全市辖区为4 332平方公里(比统计3 905平方公里多427平方公里)。土地面积

为6 4．97 947．0亩(比统计面积多640 44-7．0亩)。其中耕地面积为3 704 185．8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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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q·‘—_刖⋯__⋯★·4●p l，●



概 述

(比统计面积多666 599．8亩)，园地面积为1 658．9亩，林地面积为303 288．1亩

(比统计少195 273．9亩)，牧草地面积1 573 810．6亩(比概查少114 322．4亩)，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368 412．1亩，交通用地110 815．7亩，水域面积276 638．9亩

(比概查多80 254．0亩)，未利用土地159 136．9亩。1991年1月，肇东市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经绥化行署批准实施，市政府还下发了<肇东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

施办法>。另外，还先后制定了<肇东市菜田保护区规划>、<肇东市土地开发规

划>、<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等土地开发、利用专项规划。各项规划的实施，收到

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肇东境地的土地所有制演变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

与半殖民地社会、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

在古代，肇东土地不归任何人所有，而是生活在这里的原始氏族部落的共同

财产，由各个氏族部落共同使用。出现私有财产和阶级后，肇东境地实行过奴隶

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清代是肇东境地土地所有制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的重要时

期，特别是清朝末年出放郭尔罗斯后旗蒙荒，肇东大部分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

与此同时，沙俄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在肇东霸占了大量土地。地主和沙俄侵略者

把土地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使他们整年

辛劳，难得温饱。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未能实现，

肇东仍沿袭清末以私有为主体的土地所有制。1914年(民国三年)，肇东地主达

2 959户。佃农租种地主1垧地，需纳租金1—2吊，交国税银1钱9分8厘，还要

向郭尔罗斯后旗公府纳银1钱9分8厘，佃农负担十分繁重。东北沦陷后，日本

侵略者占领肇东境域，为实现其永久殖民统治，操纵伪满傀儡政府，通过地籍整

理和武装占领、武装移民、低价收买、并村迁民等途径掠夺土地。他们把侵占的

土地雇佣或租给农民耕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与地主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抗日战争胜利后，肇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土

地所有制，建立起了包括农民所有、国家所有、城镇私人所有三种形式并存的土

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彻底翻身，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结束了受封建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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